
2020-2021 学年江苏省南通市高三（上）期初历史试卷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3 分）人们一般认为家谱起于宋代，其实家谱的雏形在殷商卜辞世系关系中就有所反映，

隋唐以前，家谱修撰已相当发达，大量家谱书籍问世，只是大多未留传后世，这表明我

国（  ） 

A．分封制影响深远 B．宗法观念长期存在  

C．封建家长制盛行 D．家谱文化博大精深 

2．（3 分）中国古代农具各式各样，耕种工具有犁、耙、耖、锄等，收获农具有掼床、镰刀

等，加工农具有碌碡、砻、磨盘等。由此可知我国古代农业（  ） 

A．与手工业紧密结合 B．产品实行自给自足  

C．生产强调精耕细作 D．生产以家庭为单位 

3．（3 分）史学家钱穆指出：“在此制度下，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之机会，新陈代谢，决

无政治上之特权阶级。”钱穆所说的“制度”是（  ） 

A．荐举制 B．封邦建国制 C．科举制 D．三省六部制 

4．（3 分）宋代的服饰色彩一反唐代浓艳鲜丽色，形成了淡雅恬静之风，风格趋于修长、纤

细、朴素无华，在朝服上仍十分重视旧有传统基础上，体现等级的饰品与图案也更多、

更加严格。这反映了宋代（  ） 

A．理学影响社会审美 B．商品经济异常活跃  

C．科举制度臻于完善 D．等级秩序受到冲击 

5．（3 分）1991 年宁夏出土了佛经《吉祥皆至口和本续》九册，经专家鉴定为木活字印本，

这是目前世上最古老的木活字印刷品，这个发现改写了关于木活字产生于元代的传统记

载，把木活字的发明时间大大地推前了。材料说明（  ） 

A．一切历史必须以考古为前提  

B．考古研究可以考证历史史实  

C．元代木活字记载为前人杜撰  

D．活字印刷术的产生不能确定 

6．（3 分）孔子主张重人事而远“天道”，孟子提倡“济天下”，董仲舒强调“圣人之为天下

者，兴利也”，降至宋明，理学家把提倡“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



想的《大学》抬到了“四书”的地位。这说明儒家思想（  ） 

A．一贯强调积极入世和社会责任担当的精神  

B．不断调整以顺应经济发展需求  

C．逐渐成为统治者加强专制统治的有效工具  

D．坚持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 

7．（3 分）明朝中期，常熟一地主购买大片沼泽，雇用乡民加以治理；部分土地改造为良田，

凿水池用以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种植不同果木蔬菜，副产品运往市场销售，

所得“视田之入复三倍”类似现象从明朝中期起逐渐增多。这表明当时（  ） 

A．农业出现多种经营 B．商业市镇大量兴起  

C．小农经济开始解体 D．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8．（3 分）晚清以来“青年”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清末时“革命青年”，“五四时期”是

“新青年”，后来则是“进步青年”，其中，•新青年”关心个人的生活与解放，“进步青年”

慢慢转向关心整个社会的解放，导致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  ） 

A．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  

B．十月革命和一战的影响  

C．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D．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9．（3 分）如表为 1929 年和 1936 年中国境内电力工业统计表。这可用来说明当时（  ） 

 1929 年 1936 年（关内） 

民营电

厂 

523 家 206138 千瓦 39% 415

家 

327 

518 千

瓦 

52% 

官营电

厂 

17 家 47 840 千瓦 9% 35

家 

28 352

千瓦 

4.5% 

外资电

厂 

35 家 273262 千瓦 52% 10

家 

275295

千瓦 

43.5% 

合计 575 家 527240 千瓦 100% 460

家 

631165

千瓦 

100% 

A．科技落后制约民营电厂规模扩大  



B．生产发展促进电力增长  

C．日本侵略导致官营电厂发展滞后  

D．经济危机遏止列强投资 

10．（3 分）如图是 1953﹣1985 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的柱状图，导致 1963﹣1965

年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是（  ） 

 

A．一五计划的实施  

B．中共八大方针的贯彻落实  

C．国民经济的调整  

D．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11．（3 分）罗斯福新政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但从新中国成立到 1981 年我国中学历

史教科书中却没有任何文字表述。1982 年，罗斯福新政首次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出现在人

教版高中历史课本中。对这一现象最合理解读是（  ） 

A．历史教科书客观地反映历史真相  

B．时代变化影响历史教学内容的选择  

C．中国与世界从隔绝逐渐走向联系  

D．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差异日益消失 

12．（3 分）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在评价近代某一历史事件时，提到：（它）带来了民主政

治、女权运动，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松弛，使文学从依赖于贵族的赞助中解放出来，

小说的体裁也由浪漫主义改变为现实主义。这一历史事件是（  ） 

A．文艺复兴 B．宗教改革 C．启蒙运动 D．工业革命 

13．（3 分）美国 1787 年宪法规定：取邦政府可以征税、征兵、发行纸币、决定军事及外交

政策；总统享有行政大权，可以否决国会的立法，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国会有权调整

国际及州际贸易；最高法院可以行使最高审判权。上述这些规定的意图是（  ） 

A．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 B．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C．确立分权制衡的原则 D．建立民主自由制度 

14．（3 分）关贸总协定生效以后的 40 多年里，经过数次多边谈判，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已

从 35%；就至 4.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关税在同期也下降到 13%，达成关税减让

的鹿品，达 10 万种，同国内，世界贸易总家增长了 10 倍以上，这反映了（  ） 

A．经济全球趋势不断增强  

B．南北差距正在不断的缩小  

C．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D．发展中国家是最大受益者 

15．（3 分）法国画家雷诺阿曾说过：“自然之中，决无贫贱之分。在阳光底下，破败的茅屋

可以看成与宫殿一样，高贵的皇帝和穷困的乞丐是平等的。”他只重艺术的形式，忽视乃

至否定艺术的内容，下列美术作品体现这一理念的是（  ） 

A．  B．   

C．  D．  

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 5 小题，第 16 题 11 分，第 17 题 11 分，第 18 题 13 分，第 19

题 10 分，第 20 题 10 分，共 55 分， 

16．（11 分）儒学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

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

显于当世。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材料二 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

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

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

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重视。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三《上古的君王》“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他们“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后世君主恰恰相反“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

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因之古之君主，受到人民爱戴：“比之如父，拟之如天”，

而今之帝王，则人民“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 

﹣﹣根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摘编 

（1）材料一，概括儒学在战国后期成为“显学”的主要原因。 

（2）据材料二，分析“儒术”在汉代拓展延伸后所产生的作用。 

（3）据材料三，概括黄宗羲的思想主张。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黄宗羲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 

17．（11 分）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变革，影响深远。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  何谓“工业革命”，学术界对此历来意见纷呈。工业文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表

现出惊人的传播能力，毕竟这是用知识、特别是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现代文明。在工业

革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工业革命概念的理解，目前学术界渐进主义占上风。他们认为：

用“进化”来描绘经济变化比用“革命”更可取。产业革命持续了 200 年，而在这以前

还准备了 200 年，它除了“工业”的革命外，还包括社会和思想方面的革命。它也是一

个渐进的长时段过程。它可被认为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未来的时代仍将长期属于它。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完成下列要求： 

（1）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的经济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工业革命的相关知识，就材料中关于工业革命概念的观点进行论述。

（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通畅；280 字左右。） 

18．（13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为赢得更多的国际空间，先后提出了“一边倒”

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框架中最核心的方针。它的

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两条线索：一

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二是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使中国不能置身局外，中

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 

﹣﹣丁明《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一边倒”方针的形成》 

材料二 在当时冷战的情况下，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选择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的

担心和疑虑，如何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与分歧，保障周边环境

的和平与稳定，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把和平共处的思想具体化为五项处



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提出来的。 

﹣﹣宋晓芹《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到维护世界的多样性》 

 

材料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在亚洲诞生，是因为它传承了亚洲人民崇尚和平的思想

传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生动反映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

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包含 4 个“互”字、1 个“共”字，

既代表了亚洲国家对国际关系的新期待，也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

法治精神。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一边倒”方针提出的“复杂的国际背景”。结合所学知识，

分析其实践意义。 

（2）据材料二，概括回答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在这一原

则的指引下，新中国进行了哪些外交实践？ 

（3）据材料三，概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新中国初期外交政策制定、调整和发展的基本认识。 

19．（10 分）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 北魏前期，官员因没有固定的俸禄制度而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官员之间收入严重不

平衡。地方官员截断官物、搜刮掠夺、经商射利，甚至为了谋取暴利“逼民假贷”，以致

严重危及统治。太和八年（公元 484 年），孝文帝开始“置官班禄”，施行“以品第各有

差”的俸禄制度。孝文帝保留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之制，同时又具体和细化了官品的区分，

形成了五大阶梯的官俸差别。这一时期以帛计俸，按季发放，中央官员除了获得绢帛，

中央财政还会给他们供给食料，如酒肉、谷物等。地方官员则享受“随近给公田”和“依

户给俸”的待遇，即伴随均田制的推行而实行公田制度。孝文帝的俸禄改革达到了“厘

整时务”的功效。 

﹣﹣摘编自徐研：《俸廉关系之辨﹣﹣北魏官员俸禄制度及其监察机制的探析》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指出文帝俸禄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归纳孝文帝俸禄改革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改革影响。 

20．（10 分）千百年来，关于秦始皇的评说褒贬不一。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秦始皇在“匡饬异俗”中，既在坚决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秦国原有的社会礼仪和

规范，又在探索用儒家伦理纲常对社会进行教化，以期秦朝统治长治久安。但是，因为

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个人因素，其统治思想发生了严重倾斜，倒向“严而少恩”的法家一

边，致使其用法过度，教化无力，“仁义不施”。同时，秦始皇没有充分考虑六国百姓对

新的法律政令的认同与否问题，而是雷厉风行地执行新法，急功近利。再加上秦始皇本

人骄奢多欲，最终致使秦王朝暴虐而速亡，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令人遗憾的一章。 

﹣﹣党超《“匡饬异俗”：秦始皇重建社会文化新秩序的举措及其影响》 

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秦始皇的： 

材料二 1975 年，毛泽东曾对在他身边为他读书的芦狄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

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在统一六国之后，丧

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

无聊得很。 

﹣﹣中国网《惊人妙语论帝王》 

完成下列要求： 

（1）材料一，指出秦始皇“匡饬异俗”理念的变化，分析秦王朝“暴虐速亡”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晚年毛泽东评价始皇的基本原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始皇在历

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 

  



2020-2021 学年江苏省南通市高三（上）期初历史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西周的宗法制，解答本题需正确解读题干所给材料中家谱的雏形在

殷商卜辞世系关系中就有所反映，隋唐以前，家谱修撰已相当发达，大量家谱书籍问世”

的主旨，并正确掌握宗法制的历史影响。 

【解答】A．题干所给材料信息主要体现了家谱的编修，没有涉及分封制的影响。 

B．依据题干所给材料中“家谱的雏形在殷商卜辞世系关系中就有所反映，隋唐以前，家

谱修撰已相当发达，大量家谱书籍问世”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

家谱的修撰体现了血緣宗法观念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C．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殷商属于奴隶社会，此时封建家长制还没有产生。 

D．“家谱文化博大精深”只是题干所给材料反映的是历史现象，而非本质，这与题意不

符。 

故选：B。 

2．【分析】本题考查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主要考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 

【解答】材料没有反映农业于手工业的关系，排除 A ； 

材料没有涉及产品的流向，不能得出自给自足的结论，排除 B； 

材料“耕种工具有犁、耙、耖，锄等，收获农具有掼床、镰刀等，加工农具有碌碡、砻、

磨盘等，数不胜数”可知，材料体现了多种多样的农业生产工具，反映的是古代农业“精

耕细作”的特点，故 C 正确； 

材料没有涉及农业生产的生产经营模式，排除 D。 

故选：C。 

3．【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科举制，解答本题需正确解读题干所给材料中“在此制度下，人民

优秀分子均有参政之机会，新陈代谢，决无政治上之特权阶级”的主旨，并正确掌握科

举制的历史影响。 

【解答】A．结合所学知识可知，荐举制受地方实权派操纵，具有半封闭的特征，难以保

证“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之机会”。 

B．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封邦建国制即分封制，属于地方管理制度而非选官制度，与题干



所给材料主旨不符。 

C．题干所给材料“在此制度下，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之机会，新陈代谢，决无政治上

之特权阶级”的意思是：优秀的人可以通过某种制度参与政权，更替阶級成分，不会存

在特权阶级，这表明，此种制度可以使下层人进入上层社会，打破了贵族特权的仕途垄

断。而科举制以考试选拔人才，庶族子弟、寒门子弟皆可参加，依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冲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不会存在特权阶级。 

D．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三省六部制属于中央官制而非选官制度，与题干所给材料主旨不

符。 

故选：C。 

4．【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宋明理学，试题难度一般，解题关键在于对材料和相关知识的准确

把握。 

【解答】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理学强调的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种观念体现在服饰上

就是风格趋于修长、纤细、朴素无华，A 选项符合题意。 

BCD 选项与材料无关，排除。 

故选：A。 

5．【分析】本题考查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史学研究方法，是人类认识历史的“桥梁”。由

于历史内容极为丰富，并具有多层次性的特点，史学方法也就不能单一化，而应该丰富

多样。史学家在具体运用历史研究方法时，亦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 

【解答】一切历史不可能都通过考古证实，故 A 项错误； 

考古研究可以考证历史史实，材料考古发现就改写了关于木活字产生于元代的传统记载，

故 B 项正确； 

元代木活字记载可能是当时记载缺乏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就是前人杜撰，故 C

项错误； 

活字印刷术的产生可以通过不断论证中确定，故 D 项错误。 

故选：B。 

6．【分析】本题考查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旨在考查学生准确解读材料的能力。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

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

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解答】材料反映了儒家思想不论在何时始终坚持关注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故 A 项正确； 

材料也没有体现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甚至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思想在一定程

度上还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故 B 项错误； 

材料没有体现统治者的态度，故 C 项错误； 

材料中的“天下”并不是指天人关系，故 D 项错误。 

故选：A。 

7．【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明清时期的商业发展，解答本题只需正确解读题干所给材料中“部

分土地改造为良田，凿水池用以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种植不同果木蔬菜，副

产品运往市场销售”的主旨即可。 

【解答】A．依据题干所给材料信息可知，常熟地主购买沼泽之后，经过整理，既用于农

业生产，同时还养鱼、养猪、发展副业，使得收入倍增，而且这种现象在明中期以后逐

渐多，这说明当时农业中出现了多种经营。 

B．“商业市镇大量兴起”与题干所给材料信息无关。 

C．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是鸦片战争后出现的，这与题干所给材料

中“明朝中期”不符。 

D．题干所列现象多为地主所为，而非普通百姓，因此不能证明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故选：A。 

8．【分析】本题考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解题的关键是“慢慢转向关心整个社会的解

放”。 

【解答】“慢慢转向关心整个社会的解放”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故 D 正确； 

ABC 均不符合题意，排除。 

故选：D。 

9．【分析】本题考查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解题的关键是正确分析表格中各类电厂发电

量的数据和比重，抓住表格时间，结合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分析。 

【解答】依据表格信息可知，1929 年和 1936 年中国发电容量出现了增长，这与当时国内

生产发展密切相关，即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

展，故 B 项正确。 

制约民营电厂规模扩大的是资金问题，不是科技落后，故 A 项错误。 

官营电厂发展滞后与日本侵略关系不大，故 C 项错误。 



依据表格信息可知，这一时期外资电厂发电总量略有上升，因此不能说明经济危机遏止

列强投资，故 D 项错误。 

故选：B。 

10．【分析】此题主要考查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解题关键是“1963﹣1965 年”。 

【解答】一五计划发生于 1953﹣1957 年，故 A 排除；1956 年召开中共八大，故 B 排除；

1960 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965 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故 C 正确；1963﹣1966 年属于十年建设时期，不符合题意，故 D 排除。故选：C。 

11．【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罗斯福新政，解答本题的关键信息是“罗斯福新政是世界现代史

上的重大事件，但从新中国成立到1981年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却没有任何文字表述”，

联系所学中美关系的史实分析解答。 

【解答】A．依据题干所给材料信息可知，罗斯福新政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新

中国成立至 1981 年间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没有任何文字表述，所以历史教科书没有客

观地反映了历史真相。 

B．依据题干所给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新中国成立至 1981 年间属于中美关系

相对不友好的时期，所以在新中国成立至 1981 年间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也就没有任何

文字表述，其实这反映的本质问题是时代变化也会影响教学內容的选择。 

C．“中国与世界从隔绝逐渐走向联系”与题干所给材料信息无关。 

D．结合所学知识可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差异不会

消失。 

故选：B。 

12．【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工业革命，要求学生结合工业革命的特征和影响来分析。 

【解答】A．文艺复兴实习当时的小说并没有出现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特点。 

B．宗教改革时期也没有出现宗教的衰落这一现象。 

C．启蒙运动时期，并没有出现小说题材由浪漫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这一特点。 

D．工业革命时期由于社会矛盾不断的加深，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所以小说题材由浪漫主

义为主转向现实主义为主。 

故选：D。 

13．【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美国 1787 年宪法，解答此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题干材料的中心

意思。 

【解答】题干材料主要反映的是 1787 年宪法加强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这样做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故 B 项符合题意； 

A 项表述错误，此时的美国刚刚独立不久； 

CD 两项表述正确，但与题意不符。 

故选：B。 

14．【分析】本题考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

物，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各国经济的较快发展。 

【解答】“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已从 35%减至 4.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关税在同

期也下降到 13%，达成关税减让的商品达 10 万种”说明贸易壁垒减少；“世界贸易总额

增长了 10 倍以上”说明世界贸易增长，表明经济全球趋势不断增强，故 A 正确； 

BCD 材料未体现，排除。 

故选：A。 

15．【分析】本题考查印象画派，解题的关键在于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根据材料中“自然之

中，决无贫贱之分。在阳光底下，破败的茅屋可以看成与宫殿一样，高贵的皇帝和穷困

的乞丐是平等的”等关键信息可知，这一美术作品强调的是光与色，属于印象画派。而

B 项日出。印象属于印象派。 

【解答】A．根据所学可知，自由引导人民是德拉克洛瓦所画，属于浪漫主义画作，不符

合题意。 

B．根据材料中“自然之中，决无贫贱之分。在阳光底下，破败的茅屋可以看成与宫殿一

样，高贵的皇帝和穷困的乞丐是平等的”等关键信息可知，这一美术作品强调的是光与

色，属于印象画派。而 B 项日出。印象属于印象派。故 B 项正确。 

C．本项是毕加索《格尔尼卡》，属于立体画派，不符合题意。 

D．《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属于现实主义画作，不符合题意。 

故选：B。 

二、材料解析题：本大题共 5 小题，第 16 题 11 分，第 17 题 11 分，第 18 题 13 分，第 19

题 10 分，第 20 题 10 分，共 55 分， 

16．【分析】本题考查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1）本小问，依据材料一“七十子之徒，散游

诸侯”、“学者独不废也”、“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分析归纳；（2）本小问，依据材料二“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

践的步骤”、“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

毫无疑问地被重视”等信息从加强中央集权、构成官僚集团的行为规范、使封建政府关



注百姓的生计等方面概括；（3）第一小问，依据材料三“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而今

之帝王，则人民‘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分析归纳。第二小问，结合黄宗羲所处的

时代背景从政治、经济、思想以及阶级等角度分析。 

【解答】（1）本小问的原因，依据材料一“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可以得出门徒的游

说；“学者独不废也”可以得出学者的坚持；“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

以学显于当世”可以得出孟子、荀子的发展。 

（2）本小问的作用，依据材料二“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

步骤”、“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可以得出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构成了官僚

集团的行为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重视”可以得出使

封建政府关注百姓的生计。 

（3）第一小问的主张，依据材料三“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而今之帝王，则人民‘视

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可以得出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

第二小问的条件，结合黄宗羲所处的时代背景从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商品经济

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程朱理学的束缚；市民阶层的壮大等方面分析。 

故答案为： 

（1）原因：门徒的游说；学者的坚持；孟子、荀子的发展。 

（2）作用：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构成了官僚集团的行为规范；使封建政府关注百姓的

生计。 

（3）主张：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 

条件：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程朱理学的束缚；

市民阶层的壮大。 

17．【分析】本题考查第一次工业革命。（1）本小问，结合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市场、劳动力、

技术以及资金条件解答；（2）本小问属于开放性题，依据材料提取观点，结合工业革命

的影响进行分析说明，言之有理即可。 

【解答】（1）本小问的经济原因，结合工业革命的条件从市场、劳动力、技术以及资金

等方面分析。 

（2）本小问属于开放性题，依据材料“产业革命持续了 200 年，而在这以前还准备了 200

年，它除了‘工业’的革命外，还包括社会和思想方面的革命。它也是一个渐进的长时

段过程。它可被认为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未来的时代仍将长期属于它”可以得出观点

是工业革命是突变和渐进的结合，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然后结合工业革命在政治、



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论证，最后得出工业革命是突变和渐进的结合，是一个持

续的发展过程，引起了世界的深刻变化的结论。也可从工业革命是一场突变，引发西方

社会的急剧变化提取观点，然后结合相关知识进行论证即可。 

故答案为： 

（1）经济原因：对外殖民扩张扩大了海外市场，圈地运动扩大了国内市场；圈地运动提

供的自由劳动力；手工工场时期的生产技术进步为工业革命提供技术条件；殖民扩张积

累的资金；手工工场不能满足市场的扩大的需要。 

（2）观点：工业革命是突变和渐进的结合，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 

论证：工业革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引发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革命改革浪潮在欧美国家广泛开展，使得资产阶级代议

制逐渐完善；同时工业革命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工业革命促使西方国

家加紧对外殖民扩张，在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促进当地社会的进步与

发展。 

总之，工业革命是突变和渐进的结合，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引起了世界的深刻变化。 

18．【分析】本题考查新中国的外交。考查“一边倒”方针提出的“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实

践意义；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目的和新中国进行的外交实践；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对新中国初期外交政策制定、调整和发展的基本认

识。需要掌握新中国初期外交的背景、“一边倒”方针的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背景、

实践以及影响。 

【解答】（1）第一小问的背景，依据材料一“一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二是冷战的开始

与两大阵营的形成”可以得出国际背景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冷战开始。第二小问的意

义，结合“一边倒”方针的影响可知，意义是赢得了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出现第一次建

交高潮；利于巩固政权、维护国防安全，保障经济建设；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2）第一小问的目的，依据材料二“如何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

与分歧，保障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可以得出目

的是消除周边国家的担心和疑虑，改善与周边邻国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赢得良好的国

际环境。第二小问的实践，结合所学可知，实践是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 

（3）本小问的原因，依据材料三“因为它传承了亚洲人民崇尚和平的思想传统”、“反映

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体

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可以得出原因是传承亚洲人民崇尚



和平的思想传统；反映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体现国际法治精神。 

（4）本小问的认识，依据三则材料可以看出外交政策契合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外交政

策宗旨是服务国内建设（外交是为内政服务的）；外交政策逐步走向成熟。 

故答案为： 

（1）国际背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冷战开始。 

意义：赢得了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出现第一次建交高潮；利于巩固政权、维护国防安全，

保障经济建设；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2）主要目的：消除周边国家的担心和疑虑，改善与周边邻国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赢

得良好的国际环境。 

外交实践：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 

（3）原因：传承亚洲人民崇尚和平的思想传统；反映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体现国际

法治精神。 

（4）认识：外交政策契合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外交政策宗旨是服务国内建设（外交是

为内政服务的）；外交政策逐步走向成熟。 

19．【分析】本题考查孝文帝俸禄改革。（1）主要考查孝文帝俸禄改革的背景。依据材料“官

员因没有固定的俸禄制度而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地方官员截断官物、搜刮掠夺、经商

射利，甚至为了谋取暴利逼民假贷，以致严重危及统治”分析概括；（2）主要考查孝文

帝俸禄改革的特点和影响。第一小问，依据材料中的改革内容逐一分析归纳。第二小问，

依据材料中改革后的效果并结合所学知识主要从孝文帝俸禄改革的积极意义分析。 

【解答】（1）本小问的原因，依据材料中“官员因没有固定的俸禄制度而缺乏稳定收入

来源”可以得出官员没有固定的俸禄制度，缺乏稳定收入来源；根据中“地方官员截断

官物、搜刮掠夺、经商射利，甚至为了谋取暴利逼民假贷，以致严重危及统治”可以得

出官员肆意搜刮、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百姓利益，官逼民反危及政府统治。 

（2）第一小问的特点，依据材料中“施行以品第各有差的俸禄制度„„形成了五大阶梯

的官俸差”可知，依据官品高低分等确定俸禄；根据材料中“中央官员除了获得绢帛，

中央财政还会给他们供给食料，如酒肉、谷物等。地方官员则享受随近给公田和依户给

俸的待遇’”可知，中央与地方官员的俸禄差别对持；根据材料“这一时期以帛计体，按

季发放”以及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俸禄形式可知，按季度发放俸禄，以发放布帛为主，

兼以实物和公田。第二小问的影响，根据材料“形成了五大阶梯的官俸差别”、“孝文帝

的俸禄改革达到了‘厘整时务’的功效”可知，确立了相对固定的俸禄制度，稳定了官



员收入，有利于澄清吏治；根据所学知识可知，俸禄制度改革一定程度减少官员压榨百

姓；俸禄制度改革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 

故答案为： 

（1）背景：官员没有固定的俸禄制度，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官员肆意搜刮、谋取暴利，

严重损害百姓利益，官逼民反危及政府统治。 

（2）特点：依据官品高低分等确定俸禄；中央与地方官员的俸禄差别对待；以发放布帛

为主，兼以实物和公田；按季度发放俸禄。 

影响：确立了相对固定的俸禄制度，稳定了官员收入，有利于澄清吏治；一定程度减少

官员压榨百姓；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 

20．【分析】本题考查对秦始皇的评价。（1）第一小问，依据材料一“既在坚决用法律手段

强制推行秦国原有的社会礼仪和规范，又在探索用儒家伦理纲常对社会进行教化”、“倒

向‘严而少恩’的法家一边，致使其用法过度，教化无力”分析概括。第二小问，依据

材料一逐一分析归纳；（2）第一小问，依据材料二“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

为二的评论”分析。第二小问，结合秦始皇的功绩从完成统一、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制度、巩固统一的措施等角度分析。 

【解答】（1）变化：根据材料“既在坚决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秦国原有的社会礼仪和规

范，又在探索用儒家伦理纲常对社会进行教化”得出用法制强制，同时探索儒家教化；

根据“倒向‘严而少恩’的法家一边，致使其用法过度，教化无力”可知，倾向法家。

原因：根据“用法过度，教化无力”得出用法过度，教化无力；根据“没有充分考虑六

国百姓对新的法律政令的认同与否问题”得出忽略百姓的认同；根据“雷厉风行地执行

新法，急功近利”得出执行新法，急功近利；根据“秦始皇本人骄者多欲”得出秦始皇

骄奢多欲。 

（2）原则：根据材料“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的评论”可知，毛泽东坚

持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原则，既要肯定秦始皇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性，也要认识到秦始皇

的骄奢淫欲和残暴统治。进步性：根据所学知识，罗列秦始皇在统一后的举措，如完成

统一大业，开创政制规范，统一思想和文字，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 

故答案为： 

（1）变化：用法制强制，同时探索儒家教化，到倾向法家。 

原因：用法过度，教化无力；忽略百姓的认同；执行新法，急功近利；秦始皇骄者多欲。 

（2）原则：一分为二，既要肯定秦始皇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性，也要认识到秦始皇的骄奢



淫欲和残暴统治。进步性：完成统一大业，开创政制规范，统一思想和文字，统一货币和度

量衡等。 


